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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研究生滿街跑當研究生滿街跑

2009-10-10  記者 黃湞尹 文

每年的暑假過後，是研究所簡章滿天飛的季節。剛升上大四的學生，面臨抉擇生涯道路的十字路

口。唸研究所似乎變成一種風潮，有些學生甚至大二就開始補習為研究所考試做準備。大約幾年

前，媒體報導台灣的大學林立，大學生滿街跑，大學文憑已經不像從前是個能力的保證。這一兩

年研究所大學化，變成碩士生滿街跑的情況。然而這樣的高學歷，是不是真的就能保證社會新鮮

人找到好工作呢？

 

 

大學畢業後，研究所不是唯一的道路。照片來源：交大校友的

部落格http://www.wretch.cc/album/vannessting

 

 

研究所非唸不可？研究所非唸不可？

「研究所大學化」是最近出現的新名詞，因為大學林立，大學生市場廣大，研究所也更加細緻化

發展，許多研究領域非常專精的研究所漸漸出現。Cheers雜誌調查發現，國內目前包括清大、交

大、台師大、高師大、陽明、中山、中央等七校的研究生比例已經超過大學部學生，這也難怪會

出現研究生滿街跑的現象。

 

 

 問起週遭的同學和學長姐對於研究所的看法，交大外文九九級的倪孝勇表示：「台灣的社會就是

這樣啊，大家都唸研究所，自己不念好像很奇怪。」而交大資工九八級畢業，目前已經是台大資

工所一年級的林志瑋則是說：「其實我也有跟導師討論過研究所的事，他說這是時代的潮流，你

可以選擇不唸，但是就要有能力抵抗這股潮流。」當大學已經成為普及教育之後，學生在大學所

學的知識以廣度為主，深度則稍嫌不足。因此在大學畢業之後，多半選擇到研究所繼續進修更專

精的研究內容。這樣的情況之下，造成一種「每個人都是大學畢業生，如果沒有碩士學位就無法

比別人更突出」的想法，在家長和學生的心中漸漸擴大。

 

 

高學歷不再是職場保證高學歷不再是職場保證

今年最新公布的失業率達到6.13%，其中大專程度以上（即研究所學歷）的失業率是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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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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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碩士生評價與需
求」調查報告部分圖表。
資料來源：遠見雜誌、10
4人力銀行

創下新高紀錄。根據中央社的報導，有三成三的去年大學畢業生還在找工作，其中有四成是碩博

士生。過期的社會新鮮人還沒找到工作，卻必須和今年剛畢業的學弟妹一起搶飯碗，而碩博士生

的求職之路似乎也沒有比較順遂。遠見雜誌和104人力銀行合作，針對全國大中小型企業進行「2

010年碩士生評價與需求」問卷調查，發現今年碩士生的起薪平均較去年下降5.6%，表示不會

優先雇用碩士生和過去一年中沒有雇用碩士生的企業高達六成以上。甚至有高達八成四的企業，

不認同碩士是求職的最低門檻，顛覆了以往學生與家長的想像。

 

大多數學生在高中時代參加大學聯考時，就面臨一次該如何抉擇未來方向的十字路口。在大學念

完一半之後又必須再抉擇一次，而往往學生所做的決定不一定是自己真正想要的。比如，看見同

學們都考電機系或者考財經系，那就也跟著一起填志願；等到大學快唸完了，發現大家都去國外

唸MBA或繼續念電機所，也就跟著一窩蜂地去報名補習班，為了研究所寒窗苦讀。有沒有想過要

停下來聽聽自己內心的聲音？是不是該停下來仔細思考，什麼才是自己想要走的路？即便在多數

人眼中，念研究所是一個時代的潮流，但是新世代的學生應該要能夠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未來

是掌握在自己手中。

 

 

 

根據「2010年碩士評價與需求」調查報告，多數企業表示碩士生不符合

企業期待，甚至表示碩士生與大學生表現不相上下。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擁有碩博士學位的求職者以高學歷要求較高的薪資待遇和福利，使得

企業不願意雇用事實上不符期待的新鮮人。因此，六成四的企業主建議

大學生畢業後，就進入就業市場訓練自己的專業能力和處事態度，以提

升未來的競爭力。

 

 

 

 

多元思考生涯規劃多元思考生涯規劃

研究生「量」變多，如果「質」沒有跟著提升，那麼高學歷似乎也只是虛有其表。研究所能夠培

養學生的分析能力、專業能力還有對研究負責的態度，可以說是一個介於學校和職場的中間地帶

。許多人也會利用研究所作為轉換跑道或跨領域觸類旁通的管道。不論將來要進入就業市場，或

者要留在學術界繼續做研究，學生都應該積極充分利用資源，增進自己在各方面的能力。舉凡抗

壓性、國際觀，還有將理論應用到實務上的能力。為自己的未來訂立一個明確的目標，朝著目標

的方向去努力，而不是盲目地追求。如此一來，才不會成為不符合企業期待的高學歷社會新鮮人

，變成失業率攀升的受害者。

 

不是所有的企業都否定碩士生的能力。像是高科技研發的產業，企業主通常要求求職者必須具備

碩士以上的學歷，才足以應付高科技市場的需求。部分外商公司和高度知識密集的產業，也有同

樣的要求。因此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專業領域和實際的市場需求，進行生涯規劃。研究所不是唯

一的道路，若只是為了學歷文憑而進入研究所，花費許多時間、精力和金錢，能夠得到的收穫卻

是很有限的。現在有很多案例是大學畢業後，先進入職場工作，漸漸探索自我，等到發現自己在

哪個方面的不足，或者對哪個領域有強烈的興趣，再回到學校進修。在明確知道自己想要的東西

之後，運用學校的資源，大量吸收知識和突破自己的能力，絕對會是大豐收，也會是一件很快樂

、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即將面臨生涯十字路口的莘莘學子，可以多方面地思考自己是否真的需要進入研究所？自己期望

能夠在研究所這個階段，學習到什麼樣的技能和知識？所選擇的研究所特色是否符合自己的期待

？而不要只是隨波逐流。碩博士文憑不是一個絕對的保證，在學生生涯中，不要迷失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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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充實自我，創造自己的價值，才能夠在未來的生涯當中，成為優秀又具競爭力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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